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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抱犊崮山区的英雄战斗在抱犊崮山区的英雄
■■ 记者记者 杨军杨军 孙明春孙明春 孔浩孔浩 特约记者特约记者 沙朝佩沙朝佩 文文//图图

穆林（1918—1997），吉林省
抚松县人。1934年秋随家人流亡
关内，次年就读于烟台芝罘中
学。期间，积极投身于“一二·
九”运动和抗日救亡活动。1936
年 2月参加革命工作，次年 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5月任中央
派山东军政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

1942年，日寇对抗日根据地
进行频繁“扫荡”，国民党又不断
发动反共高潮，敌后的土顽经常
制造摩擦，敌伪顽我斗争形势复
杂尖锐，根据地军民生活异常困
难。是年3月，中共鲁南区党委派
四地委党委成员穆林到区党委直
属的滕峄边县委任书记兼县大队
政委，原县委书记崔晓东改任副
书记。

滕峄边县大部分是山区，地
理范围大致西从滕县城以东，南
到枣庄以北及峄县的第三区和第
一、第二区的部分地区，东北与
费县交界，东南与临沂、郯城县
接壤，这一地区便于开展革命斗
争。1937年底至 1938年夏，苏鲁

豫皖边区特委曾以南塘、善堌为中
心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后因顽固
势力包围，被迫撤离，转移到抱犊
崮山区，峄滕边县委（1938年6至
9 月设） 亦随之撤销。1941 年 2
月，鲁南区党委、专署根据斗争需
要，决定建立滕峄边县，机关驻徐
庄。

1942年 3月底，穆林到任时，
滕峄边已建立了四个区委和区政
府，有了一片相互连接的狭长的山
区根据地，南北宽十几里到三十
里，东西长一百七八十里，县区
党、政、军、民的组织机构比较健
全。地方武装经过整顿，能够经常
袭扰敌人和进行小型的战斗；对敌
伪顽的头目也进行了调查研究，开
展了工作。但是敌伪顽我的斗争形
势犬牙交错，十分复杂。东有顽军
李以锦9支队，西有顽军申宪武的
刘宇华团，县城四周和重要村镇敌
伪据点碉堡林立。在这种情况下，
与敌伪顽的斗争就成了县委的头等
重要任务。遵照中央提出的“以政
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的

方针，由崔晓东、邱焕文等组成了
对敌斗争委员会，开展政治攻势。
通过各种关系对敌伪顽军政人员进
行政策宣传，有些家在根据地的被
争取了过来。

为了分化瓦解敌伪人员，特别
是伪区、乡政权工作人员，县大队
采取了记黑红点 （为抗日做好事
的，在名下点红点，做坏事的点黑

点，一定时间内以喊话等方式宣布
一次）的办法。对于那些死心塌
地、作恶多端的汉奸，即派武工队
铲除，并张贴布告。这一做法，对
敌人震慑很大。同时配合鲁南军区
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封
锁斗争，通过多种形式的斗争，巩
固、扩大了滕峄边山区抗日根据
地。

赴任滕峄边县委书记
70 年 前 ， 中

国军民在亚洲战场
牵制敌人，为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最
后胜利做出巨大的
贡献。自 1937 年
至 1945 年，中华
民族与侵略者殊死
抗争，付出了巨大
的代价。2015 年，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和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本报“纪念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专题采
访组一行，实地采
访调查，追索胜利
背后的家国情仇，
寻访革命先辈的光
辉足迹。

（七）
1942年6月，为认真贯彻刘少

奇和山东分局认真开展减租减息的
指示精神，鲁南区党委决定成立以

“双减”为中心的费滕边实验县（为
今山亭、平邑、费三区县边缘地带，
县委机关先后驻白彦、徐庄），由
115师政治部派民运部长李青到实
验县任工委书记。同时，将滕峄边
的四区划归实验县。因费滕边实验
县与滕峄边县的名称容易混淆，滕
峄边县改称双山县。它以辛召东边
的双山命名。同时，所辖5个区也
都改为以山名命名，将一区改为君
山区，二区改为长山区，三区改为
英山区。秋季，以东西阳泉和费县
的高桥到荆山口一带成立高山区，
在张庄、滴水一带成立青山区。

按照党的政策，县委在开展
“双减”运动的地区实行二五减
租，分半减息（即租额按抗战前减
少 25%；利息最高不得超过一分
半），增加雇工工资政策。经过群
众面对面地诉苦和说理斗争，一般
中小地主都接受了“双减”政策。
在运动中，对开明士绅进行保护，
对恶霸地主进行坚决的斗争和镇
压，对汉奸中表现特别坏的，则采
取没收财产的政策。通过“双减”
运动，基本群众受到了教育，得到
了实惠，打击、削弱了农村中的封
建势力，加强了统战工作，为以后
开展各项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2年冬季，敌伪为确保津
浦、陇海两条铁路的畅通和后方的

安全，对鲁南山区根据地
进行“扫荡”、分割和封
锁。到 1943年初，敌伪在
鲁南山区打通了三条公
路：一条是从滕县经城前、
白彦、梁邱到费县，使费滕
边实验县一分为二，把天
宝山区和抱犊崮山区分割
开来；第二条是从城前经
唐村到平邑镇，使邹东山
区和费南山区分割开来；
第三条是从临枣公路上的
尚岩经埠阳、大炉直达费

县城，使四县边联一分为二。同
时，在较大的村镇安设据点，强迫
群众建碉堡、修公路、挖封锁沟、筑
封锁墙。敌人把鲁南山区根据地分
割成各自孤立的五小块，形成了从
东南到西北近 300华里的一条线。
双山县就在这一条线的中间，即从
四县边联的西边到白彦封锁线之间
的一小块地方。当时有所谓“一枪
打透的根据地”的说法，主要指的
就是这块狭长的山区根据地。

1943年 3月初，国民党 92军
李仙洲部142师进入鲁南山区根据
地，使斗争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日
寇为了巩固后方，迫使 92 军就
范，频繁地进行“扫荡”；伪军、
伪政权中的一些头目暗地里与 142
师勾结；土顽申宪武、李以锦和惯
匪刘黑七等与 92军串通一气；地
方上的一些地主、富农也蠢蠢欲
动，双山县军民一时处于敌伪顽匪
的夹击之中。顽 142师 426团还公
然叫嚣要“消灭八路军，收复失地”，
强占了双山县英山区良子口村（今
属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接着进入
费滕边实验县的辛庄、皇崮、崂山和
双山县英山、青山、常山等区，3
月10日，进至辛召一带。

4月上旬，鲁南区党委指示：
92军执意破坏团结抗战，步步向我
方根据地进犯，要将其消灭在鲁南
山区。为此，区党委在组织机构、军
事部署上作了新的调整。决定在东
部由主力部队5团政委王六生为四
县边联中心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
吕志先和双山县委书记穆林为副书
记；双山县委改为边西工委（原四县
边联的七区，划归边西工委），由穆
林兼任书记、王化任副书记。这就
由主力部队5团和两个县委组成了
一个指挥中心。与此同时，由主力
部队3团在边西和费南中心县委从
北边打击顽军，阻其北犯。

4 月 26 日，142 师师长刘春
岭、副师长牛乐亭率师部和425团
到西七里河一带与426团会合，气
焰更加嚣张。他们到处烧杀抢掠。

地方武装配合主力 5团、3团，在
鲁南军区直接指挥下，经过米家山
顶、荆山口、孙家山顶、马山头等
战斗，使其东进、北上的企图均未
能得逞。

7月上旬，国民党东北军于学
忠部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牟中珩率
省政府借道于鲁南山区根据地，撤
出山东，这就使顽92军更加孤立无
援。为更有利于开展斗争，鲁南区
党委于7月决定边西工委和费滕工
委合并，建立费滕峄中心县委（机
关驻徐庄），穆林任书记，王韬任
副书记。

8月，顽 142师跳出费滕峄包
围圈准备去鲁中，在费县松林一带
遭到鲁南军区张光中、王麓水所率
部队的伏击，师长刘春岭、副师长
牛乐亭均负伤，顽军死伤和逃散
1000余人，残部过津浦路逃回安
徽。至此，取得对顽 92军斗争的
完全胜利。

在打击顽 92军的同时，穆林
组织干部群众将敌人修筑的三条公
路封锁线一一摧垮，以地方武装配
合鲁南军区消灭土顽申宪武的主力
刘宇华团，打垮盘踞在费县孔家汪
一带的土顽李以锦部，拔除了冯卯
以东地区敌伪据点，收复了不少被
敌伪顽长期占领的平原地区。

1944年，由于整个反法西斯
战争和我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变

化，八路军鲁南主力部队和地方武
装开始向敌伪顽占领区主动出击，
费滕峄边的抗战形势越来越好。

1944年4月，鲁南区党委、专
署将费滕峄县再次改为双山县，穆
林再任双山县委书记。在此前后，
县委在老区开展了查减（1943年，
根据地被顽92军侵占后，“双减”受
到了严重破坏，县委回头对这项工
作开展检查）、在新区开展“双减”运
动。12月，长女穆岗在杨岗村（今
属山亭区徐庄镇）出生。此时，两项
工作都在紧张进行，穆林马不停蹄，
到全县各点检查指导，听取汇报，及
时发现问题，纠正工作中的偏差，以
至没有时间照顾夫人和孩子。穆岗
出生19天，穆林夫妇商定将她交由
老乡喂养。夫人张恺接着回到鲁南
区党委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在
穆林的带领下，双山县的“查
减”、“双减”工作扎扎实实，有条
不紊，得到了鲁南区党委的充分肯
定。期间，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军民生活有了改善，群众政治觉悟
有了提高，纷纷送子女、送郎参
军，支持抗战。

1945年5月，穆林调鲁南二地
委，任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群委
书记，孙振华任双山县书记。

1946年起，穆林历任鲁南区
党委民运部副部长，鲁中南区党委
民运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首任双山县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穆林先后
任中共山东分局农委副书记，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
省长，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省
革委副主任，中共吉林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等职。1983年

离休后，穆林被聘为
山东省政府顾问、全
国农业合作化史顾
问。是党的八大、九

大代表，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穆林长期在抱犊崮山区工作，

尤其是在双山县工作最长，与老区
人民结下深厚情谊。1958年吃食
堂，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
粮食造成极大浪费。穆林得知原双
山县的群众也在吃食堂，心情十分
焦虑，当时担任省委常委的他，专
程来到原双山现住地徐庄，并在附
近的白龙湾村召开群众大会，听取

群众的意见。许多群众提出：吃食
堂好是好，就是集体越吃越穷，群
众也会越来越穷。穆林回去不久，
原双山县就取消了吃食堂。

1983年，穆林再次来到抱犊崮
山区，与山亭区党政干部座谈，了
解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亲切
看望老区群众，并到为他养育长女
的孙全海家，看望“红嫂”孙李氏。
1997年，穆林在济南逝世。

虽然时光已过去了70余年，抱
犊崮山区人民对穆林当年工作和
生活的地方依然耳熟能详，当年的
县委机关山设在哪里，夫人、长女
的名字，长女穆岗在谁家喂养，喂
了多长时间等等都说得清清楚楚。
老区人民能将穆林的名字深深留
在记忆里、真诚地怀念他，正是对
他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最后取得
抗战胜利最好的回报。

情系革命老区

抗日战争时期，抱犊崮山区是鲁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中共鲁南区党委、鲁南专署先
后在这里设峄滕边、滕峄边、双山、费滕峄等县，大批干部在这里开展革命斗争，其中双山县委书记穆林在这里
工作四年之久，为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 1943 年，穆
林（前排左一）在滕县

抗战时期穆林在
抱犊崮根据地 ▶


